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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镇，你如此幸运，每天，数以万计素不相识的客人，

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，走近你，读你，想你，醉心于你的小

桥流水人家。

读你，是因为你有可读的价值。读你，是因为你有可读

的魅力。

今天，当这么多人涌进乌镇，乌镇渐渐成为人们茶余

饭后的话题，外出旅游的首选，那么，读懂乌镇，理解乌

镇，便显得尤其重要，尤其迫切。乌镇是那么炙手可热，众

人青睐；而同时，我们也发现，一直没有一套全方位展示

乌镇人文历史的完整样本，可供来乌镇旅游、喜爱乌镇的

人阅读、品味。

鉴于此，由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牵头，会同市文联

等相关部门，组织人员，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启动，编撰了
一套“乌镇历史文化丛书”，共5册，包括《乌镇人物》、《乌
镇史话》、《乌镇胜迹》、《乌镇味道》、《乌镇民俗》，目前，即

将付梓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说，阅读乌镇，有了一个好的向

导、好的文本，实可嘉许。

读 你

读

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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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乌镇，是一本厚厚的历史大书。阅读，从那座“六朝遗

胜”的石坊开始。当你走进乌镇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昭明太

子，看到了陈与义，看到了严辰，看到了茅盾，看到了木心

……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就立在古老的石坊前，人杰地

灵的乌镇，有了更直观的标记。从昭明太子读书乌镇而开

文运之始，千年以降，一代又一代读书人，走出乌镇，走向

世界，立起文学的标高，难舍乌镇的倒影。这套丛书之一

的《乌镇人物》，将给你一些提示，你可以去触摸人文乌镇

的前世今生。

乌镇，是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。阅读，从那叮当作响

的青石板路开始，那古老的节奏里，看得到小镇深厚的历

史过往。走进乌镇悠长悠长的小巷，你会欣喜地发现，乌

镇从远古走来，谭家湾畔有人家，吴越路上留遗风，乌青

分治，萧梁陈迹，宛然府城气象，有丝竹江南，小桥流水，

往事如烟尚可寻，该是多么欣慰。这套丛书之一的《乌镇

史话》将牵着你走进小镇的历史深处。

乌镇，是最后的枕水人家。阅读，从那魂牵梦萦的双

桥开始，虹桥倒影，回眸凝视之间，莫名你就被感动，自然

地你就停下了行走的脚步，静一静心，随着《乌镇胜迹》的

描述，悄悄走进茅盾故居，走进风雨飘摇翰林第，也可以

走进曲径通幽的里巷民居，从乌镇的东南西北四栅，细细

地寻访朝南埭、廊下埭、财神湾，走进沈氏冶坊、厅上厅，

看适园变迁，读张同盛老宅百年兴衰史，读不完双桥遗梦、

沧海桑田浮澜桥。当然，走过桥巷时，不妨留心那一棵标志性

的唐代银杏，在修真观戏台前看一出“桐乡花鼓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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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镇，是个远近闻名“吃码头”。阅读，也可以从吃在

乌镇开始，走进乌镇，乐乐地经历一番寻味之旅。《乌镇味

道》引着你尝尝乌镇三味，还有一日三餐家常“杜”菜的滋

味，当然千万别忘了那一碗独步江南的乌镇羊肉面，还有

写满故事的姑嫂饼和定升糕……种种吃的意境，吃的味

道，尽你去品尝，江南佳丽地，便是这样的朴实又华丽。

俗话说，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，一方水土养一方

人。乌镇一地，有着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。阅读，从

“乌镇香市”开始，高竿船、蚕花会，白莲塔上看戏法；茶棚

喝茶，摊头小吃，“救命豆腐干过烧酒”，摩肩接踵，人山人

海，好一幅清明上河图。《乌镇民俗》为你全方位地展示乌

镇一地的生产、生活、节庆、社会、娱乐等民间习俗，各种

新鲜花样尽可阅读，真是好。

毋庸赘言，让我们一起去阅读乌镇，感受乌镇！

是为序。

读

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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茫茫人寰，总有几位知己良友，相守相望，不离不弃。

浩瀚书海，总有几本心爱之书，百读不厌，常读常新。

无限山川，总有那么几个地方，常来常往，从不厌倦。

人世喧嚣，总有那么一处家园，回归心灵，寻得安宁。

乌镇，便是这样一位良友、一本好书、一处胜景、一个

安放心灵的家园。

每一次，我走在乌镇的青石板路上，在河边看行云流

水，走上石桥，倚栏凝思，心里总是充满感动。是的，乌镇，

是令我感动的一个所在。感动于这样的小桥流水人家，感

动于这水墨画般的江南情调，更多的则感动于在这个小镇

上生活过的那些人、那些事，那些风花雪月，那些爱缠情

牵，那些悲欢离合，那些风起云涌。是的，是这些人和事，

赋予乌镇独特的人文个性；是这些人和事，丰富了乌镇的

历史画卷。

今天，我便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，再次翻开乌镇这本

心爱的书，细心地阅读，与走进历史深处的古人会面，欲

与他们对话，倾听他们的心声。同时，我也贪念，想把他们

关于乌镇

关
于
乌
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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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的心声，书诸于文字，让更多热爱这个小镇的人来关注、

来阅读、来领受、来爱。

轻轻地，静静地，且不要打扰了小镇的安谧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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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乡乌镇，历来人文兴盛。梁昭明太子随师沈约读书乌

镇，开启小镇“文运之始”。今天你走进乌镇，依然可以从一

座镌刻“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”的六朝遗胜石坊，寻

旧访古，缅怀先贤。书写乌镇名人，从昭明太子开始，也便顺

理成章。

第一章 昭明太子

文运之始 书室依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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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六朝遗胜书声传

又到清明，江南，陌上花开，柔桑挂绿，水乡乌镇更显

出勃勃生机。这天，阳光明媚，春意盎然。曾历仕宋齐两

代、后助梁武帝萧衍登位，升为尚书令、太子少傅的沈约

沈尚书，回到乌镇省亲，为逝去的先人扫墓。

久违了，乌镇！街弄、老屋、旧邻居，还有心心念念的

市河，一如往昔，河边的老柳又发新叶。一切是那么亲切、

感动。沈约不禁老泪纵横。

“先生，别伤心，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”

安慰先生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家都熟知的梁昭明太子

萧统，那时萧统还不到 10 岁。
沈先生很欣慰地看了看自己的学生，想他小小年纪就

懂得体会大人的心思，真是难得，将来一定是位仁爱恤民

的好皇帝。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沈先生牵起太子的手，走向

坐落于小镇西街广济桥东的沈家老宅。沈先生吩咐老管

家收拾屋子，并亲自安排，腾出位置最好、光线最亮的房

间安顿太子。沈先生知道，圣上准许他回乡扫墓，是对他

的恩典。他是太子的老师，为了不使太子荒废学业，梁武

帝让太子跟随老师来乌镇读书，这是圣上对自己的信任。

他感到责任重大，不敢有半点疏忽。

为了给太子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，梁武帝让沈约择址

为太子建一座书馆。沈先生经过再三比较，最终选择市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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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侧兴德桥边一处幽静的所在，辟园筑馆，让太子专心读

书。自己白天到镇西隅的祖坟守墓，夜晚教太子读书，一

刻也不敢懈怠。好在太子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，每天读书

不倦，非常自觉，使先生很省心，可以一心一意守墓，尽人

子之孝。

如此几年，沈约先生与太子年年来乌镇小住月余，一

个尽人子之孝，一个尽学子之职。多少个黄昏，师徒俩秉

烛夜读，为宁静的水乡乌镇，平添一份浓郁的书香。这样

来来去去许多年，直到沈约先生将先人的墓迁至南京才

告结束。

沈约一直因万乘储君萧统远出随读而不自安，那一

年，沈约决定将先人的墓迁葬至京城附近，这样，就不用

年年回来守庐，也好一心一意教太子读书。

想到突然要离开这个有着深厚感情的小镇，以后不大

第
一
章

昭
明
太
子

文
运
之
始

书
室
依
稀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石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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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可能常来，沈老先生自然有许多不舍，决定将老宅捐出建

寺，为乌镇百姓祈福。萧统读书的书馆也舍建为寺（初名

贤德寺，吴越王钱镠改名密印寺）。后人出于对这两位读

书人的敬仰之情，分别在两寺中造沈约、萧统僧装像，岁

时祭祀。

时过千百年，转眼到了明万历年间，因为战乱，因为

风蚀，寺院衰落，昭明书馆渐渐塌毁，但遗迹尚存。万历四

十二年（1614），时任乌镇同知全廷训出于对萧统才学的
敬仰，便在十景塘畔的白莲寺前建起一座石坊，题额“六

朝遗胜”，里人沈士茂题书“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

处”。这石坊至今保存完好，现已从原址移到西栅新建的

昭明书院前。

如今，昭明书院重建了，石坊立于门前，周边环境很

幽静，书院内设有图书室，真的非常适合读书做学问。

在石坊前驻足凝望，心里常常会莫名地感动。感动于

千年以前这位聪明好学的读书人，使小镇萌发了第一缕

沁人书香；感动于名留青史的《昭明文选》，为我们开启心

智，启蒙混沌。可叹天妒英才，太子华年早逝，没能如大家

所期待的，登基做皇帝，造福四方百姓。但他读书乌镇留

下的美好故事，伴着他选编的《昭明文选》而代代相传。

二、短暂一生有遗篇

“唐代银杏宛在，昭明书室依稀”。读茅盾怀念故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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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江月》，常常令人发思古之幽情。前一句讲到了唐代一

位与乌镇密切相关的人物乌赞将军，而后一句讲的是梁

昭明太子读书于乌镇的故事。

关于昭明太子，从现在找得到的历史记载来看，几乎

近于完美，无可挑剔。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，对他的评价

都是好的，对他的短暂生命充满惋惜，对他在短暂一生

中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《昭明文选》，又是那么

推崇备至，充满敬意。

昭明太子萧统 (501—531)，南朝梁文学家，字德施，兰
陵(今江苏常州)人，梁武帝萧衍长子，齐中兴元年（501）生
于襄阳。萧衍曾任雍州刺史，镇守襄阳，后乘齐内乱，起兵

夺取帝位，在建康 (今南京 )建立梁朝。萧统 2 岁就被立为
太子，可没等到即位就去世了，谥号昭明，世称昭明太子。

萧统从小就非常聪明，酷爱读书，熟读儒家经典。他天

生是个读书的料，能做到“数行并下，过目皆忆”。因而他

虽然小小年纪，却已是博览群书，学贯古今了。

萧统不单少有俊才，且深通礼仪，性情纯孝仁厚。据

说他 12 岁时，去观看审判犯人，他仔细研究案卷之后，
说：“这人的过错情有可原，我来判决可以吗？”刑官答应

了，于是他就作了从轻的判决。事后，刑官向梁武帝萧衍

汇报了情况，萧衍听后对儿子的宽厚表示嘉许。其时，由

于战争爆发，京城粮价大涨。萧统就命东宫的人节衣缩

食，把省下来的衣食拿去救济难民。他在主管军服事务

时，每年多做 3000 件衣服，冬天分发给贫民。
萧统 16 岁时，母亲病重，他就从东宫搬到母亲住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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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朝夕伺疾，衣不解带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悲痛欲绝，饮食俱

废。父亲几次下旨劝逼，才勉强进食，他本来身材健壮，

等守丧出服后，已变得羸瘦不堪，官民们看了，无不感动

落泪。

萧统对文学颇有研究，更喜欢“引纳才学之士，赏爱

无倦”，所以他身边集聚了一大批有学识的知识分子，经

常在一起讨论典籍，与学士商榷古今。学习之余，他就从

事文章著述。他治学严谨刻苦，无论冬夏，笔耕不辍。他的

太子宫，如一座庞大的藏书殿，收集了本朝以前 3 万多卷
书籍。一大批才学之士出入于太子东宫，漫游在书海之

中。这样，围绕太子萧统，形成了一个“名才并集”的文学

中心，“文学之盛，晋宋以来未之有也”。在这样一个环境

中，萧统自然有了良好的条件编纂《文选》。

《文选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，广集古今

书籍数万卷，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，

对后世有较大影响。旧时读书人有“《文选》烂，秀才半”的

说法。昭明太子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的选文准则，

为后世所推崇。

萧统和他父亲一样信奉佛学，又写得一手好文章。更

了不起的是，著名的佛教大乘经典《金刚经》，其中“三十

二分则”的编辑，也是昭明太子的功劳。原本长篇连贯的

经文，经过他精心整理，成为容易传诵理解的三十二个分

则，并为各段补充了浓缩精要的副标题。

昭明太子分编《金刚经》是一件大功德，也是一件极

累人的活。在临安东天目山上，有一座梁代古刹———昭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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